
携手抗疫， 谱写中非关系新篇章
———为构建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非力量

王 林 聪

内容提要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举行的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在中非关系

发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 此次峰会在共同应对世纪疫情、 推进全球公共

卫生治理方面， 具有开创性、 及时性和示范性特征。 中非之间率先携手

抗疫， 为中非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丰富了中非关系的战略内涵， 展现

了中非合作观和中非关系的基本属性； 同时引领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问题

治理， 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非力量， 以实际行动诠释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 因此， 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及其指引下的共同行动不仅谱

写了中非关系的新篇章， 而且显示了新时代构建国际新秩序的中非力

量， 并致力于共促发展、 共筑安全、 共同捍卫世界公平和正义， 必将深

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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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 迅速向世界各国蔓延， 其波及范围之广，
持续时间之长， 危害程度之深远， 围绕疫情防控纷争之尖锐， 都是人类历史上罕

见的， 成为危及全体人类生存和发展最严重的全球性公共安全事件。 新冠肺炎疫

情与世界大变局叠加， 推升了全球安全治理的难度， 也增加了世界发展的不确定

性。 这既是对人类生存的严峻挑战， 更是对人类应对危机的智慧和能力的考验和

检验， 它关乎人类的生存发展和前进方向。 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 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 （简称 “特别峰会”） 成功举行， 中国国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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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主旨讲话。 会议通过了 《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联合声

明》 （简称 “中非联合声明”）， 以实际行动展现中非友好与共同抗疫精神。 重温

习近平主席讲话精神和中非联合声明， 深刻感受在特殊时期中非领导人高瞻远

瞩， 显示了心系人民安危的伟大情怀， 显示了战胜疫情的坚定信念， 显示了推动

构建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战略谋划。 更重要的是， 在新

冠肺炎疫情肆虐以及疫情被政治化的关键时刻， 中非之间率先展开合作， 以实际

行动回答 “人类怎么办” “世界向何处去” 等重大议题， 诠释 ２１ 世纪中非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展现正确的中国观、 非洲观和中非合作观。 当前， 全球范围

内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 疫情的负面效应逐步发酵， 世界正面临极为艰难的时

期。 因此， 中非团结抗疫的经验对构建合理、 有效、 平衡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

要的启示意义。 本文拟以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为例， 分析中非之间为什么能够

率先开展抗疫合作， 中非在抗疫行动中如何相互支持、 紧密团结、 共同抵制疫情

政治化， 进而论述中非团结抗疫对于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重要意义。

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特点及其内涵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 中非领导人通过视频方式举行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
习近平主席主持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 “面对疫情， 中国和非洲相互声援、 并肩

战斗。 在中国抗疫最艰难的时刻， 非洲送来宝贵支持， 我们铭记于心。 非洲疫情

暴发后， 中国率先驰援， 同非洲人民坚定站在一起。” “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统筹资源， 团结合作， 尽最大努力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最

大限度降低疫情负面影响。”① 习近平主席提出四个 “坚定不移”： 坚定不移携手

抗击疫情， 坚定不移推进中非合作， 坚定不移践行多边主义， 坚定不移推进中非

友好。 这四个 “坚定不移” 表达了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理念， 指明了在疫情

严峻态势下中非抗疫战略部署和务实合作的路径。

（一） 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时刻， 中非领导人率先举行特别峰会， 共同

应对全球性紧迫问题， 具有及时性、 前瞻性和示范性等特点， 因而具有重要的历

史性地位和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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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 《团结抗疫， 共克时艰》，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 （第二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 第 ２４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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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及时性。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４ 日， 埃及确诊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
到 ５ 月中旬， 非洲国家均出现新冠肺炎病例。 在短短三个月里， 非洲所有国家无

一幸免。 虽然当时一些机构和人士认为， 非洲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大， 然而世

界卫生组织在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指出， 非洲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 ２０ 万例， 死亡

５６００ 多人， 病患从第一例到 １０ 万例用时 ９８ 天， 但从 １０ 万例到 ２０ 万例仅用 １８
天。① 到 ２０２０ 年底， 非洲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高达 ２６０ 多万例。② 这表明， 非洲国

家虽然受疫情影响较晚， 但是扩散非常快， 冲击非常大。 再加上许多非洲国家相

对贫弱， 医疗卫生状况整体不佳的现实， 新冠肺炎疫情对非洲人民生命安全和经

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威胁。 因此， 抗击疫情刻不容缓， 举行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

会显得尤为重要及时。
第二， 示范性。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之后， 一些西方国家奉行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

将疫情政治化、 病毒标签化、 抗疫污名化， 使国际合作和公平正义受到严重挑

战。③ 中国与非洲国家认为， 全球抗疫需要凝聚共识， 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多边

合作理念， 共同支持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机制。 特别峰会指明中非要携

手抗疫、 合作共赢， 构建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在特别峰会上提出，
“中方承诺， 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 愿率先惠及非洲国家。”④ 中国是

最早承诺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国家， 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在非洲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作出贡献。⑤ 可见， 此次特别峰会在全球治理的

理念和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强调世界各国需要相互尊重和团结合作，
坚持多边主义和互利共赢。

第三， 前瞻性。 从习近平主席主旨讲话和中非联合声明看， 根据非洲大陆经

济、 社会、 安全和发展问题突出的特征， 特别峰会并没有仅仅停留在防控疫情和

医治病患的问题上， 而是以综合、 系统和动态的战略眼光， 对于疫情可能冲击的

安全、 经济和社会领域予以高度关注和有力应对。 一是强调解决非洲和平与安全

问题， 包括呼吁国际社会支持非洲落实 “消弭枪声” 倡议， 敦促西方国家尽快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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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传播在非洲加速 已确诊超过 ２０ 万病例》， 联合国中文网站，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２０ ／ ０６ ／ １０５９５４２［２０２２ － ０５ － ０８］。
根据非洲疾控中心提供的数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非洲新冠肺炎累计报告病例超
２６２ 万例， 累计死亡 ６１９５４ 人， 病死率 ２. ３６％ 。 累计报告病例数前五位国家分别是南非
（９８３３５９ 例）、 摩洛哥 （４２８１９３ 例）、 埃及 （１３０１２６ 例）、 突尼斯 （１２８５７８ 例） 和埃塞俄
比亚 （１２１８８０ 例）， 五国共有 １７９２１３６ 确诊病例， 占非洲累计报告病例的 ６８. ３２％ 。
Ｔｈｏｍａｓ Ｊ.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ａｎｄ ＵＳ －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ｐ. ４.
习近平： 《团结抗疫， 共克时艰》，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 （第二卷）， 第 ２４５ 页。
《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联合声明》，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 第 ２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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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对津巴布韦和苏丹的经济制裁。 二是努力缓解非洲国家的经济压力， 包括免

除有关非洲国家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到期的对华无息贷款债务， 鼓励中国金融机构就

商业主权贷款协商， 敦促国际社会向非洲延长缓债期限。 三是高度重视非洲发展

问题， 包括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更多物资、 技术、 资金和人道主义支持， 推动非

洲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抗疫最艰难和最关键之际， 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成功举办。 中国成

为全球首个同非洲大陆就应对疫情举行峰会的国家， 引领国际对非抗疫合作， 为

全球抗疫合作注入新动力。① 中非双方不仅在抗击疫情上精诚合作， 而且尤为关

注非洲安全和发展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着眼于非洲可持续发展。 中非共同反对

疫情政治化操弄， 发出对冲西方国家奉行利己主义、 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最强

音。 中非之间率先携手应对疫情， 不仅显示了团结抗疫的决心， 也给全世界抗疫

带来信心、 注入能量， 因而在人类抗疫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二） 中非之间能够率先开展合作的原因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 为什么中非之间能够率先开展合作？ 为什么

中非能够紧紧团结在一起， 共同抵制疫情被政治化？ 原因有多方面。
第一， 中非关系长期友好。 中非交往与友好合作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 根深

叶茂。 中非人民通过友好交往， 形成了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 互利共

赢的 “丝路精神”， 以及仁和为先、 宽容开阔、 以义统利、 太平共享的 “郑和精

神”。② 中国长期坚持 “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③ 的交往

理念， 不仅推动了世界各地的友好交往、 发展和进步， 而且加快了世界文明的交

流、 交融和互鉴。 近代以来， 中国与非洲国家相互支持， 一道反殖反霸、 维护民

族独立、 捍卫国家主权； 彼此扶助， 携手谋富图强、 探索发展道路、 实现国家振

兴； 互学互鉴， 互相取长补短、 繁荣本国文化、 深化文明交流。 仅就中非医疗卫

生合作来讲， 早在 １９６３ 年中国就向阿尔及利亚派遣医疗队， 拉开了中国医疗援

非的大幕。 ２０００ 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后， 中非医疗卫生合作机制化并不断提质

升级， 形成了包括医疗队、 医疗基础设施建设、 医疗物资合作、 医疗卫生人员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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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 第 ３８ 页。
李新烽： 《郑和远航非洲与中非文明互鉴》，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第 １７３—
１７４ 页。 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郑和精神的内涵， 即 “仁和为先” 是郑和精神的哲学基础，
“宽容开阔” 是郑和远航的胸襟和风貌， “以义统利” 是郑和远航的交往原则， “太平共
享” 是郑和远航的目标追求。
费孝通： 《 “美美与共” 和人类文明》， 载费孝通著， 方李莉编： 《全球化与文化自觉———
费孝通晚年文选》，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 第 ３０—４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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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中非传统和现代医药合作等多种合作形式。① ２０１４ 年埃

博拉疫情肆虐西非地区， 面对这一高传染性和高死亡率的烈性传染病， 当许多西

方国家人员第一时间选择撤退或逃离之时， 中国派出的医护人员赶赴几内亚、 利

比里亚、 塞拉利昂等埃博拉疫情重灾区， 开启了当时中国支持海外国家和地区应

对公共危机持续时间最长、 覆盖面最广、 规模和力度最大的一次援助。② 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后， 中非依然相互支持， 团结抗疫， 再次展现了中非人民牢不可破的

友谊， 也是中非医疗卫生合作传统在新时代的延伸和扩展。
第二， 中非共享价值观念。 一方面， 中国与非洲传统文化都具有浓厚的家庭

主义、 集体主义和社群主义色彩， 并一直延续至今， 这迥异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

个体主义。 北京大学李安山教授认为， “儒家与非洲文化传统有诸多相通之处，
表现在对个人与集体的社会关系及强调和谐的理念。 中国与非洲的相同理念构成

了与西方不同的思想体系和实践原则， 这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基础之一。”③ 埃塞

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和平与安全研究所所长、 埃塞俄比亚国家对话委员会委

员尤纳斯·阿达耶 （Ｙｕｎａｓ Ａｄａｙｅ） 指出， “中非友好关系的精神根基是非洲乌班

图思想和中国儒家思想基础的共性， 双方都强调人性的光辉， 强调互相尊重， 强

调族群的重要性， 族群团结的重要性。”④ 李新烽研究员认为， 乌班图思想中关

联性的基础理念首先是平等； 其次是博爱和宽容， 强调人性中的友爱同情； 再次

是责任与团结。 这些基本理念与传统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思想的诸多理念非常契

合。 中非文明之间的共同性与共通性……崇尚多元与包容， 追求各美其美、 美美

与共， 认为只有尊重文明多样性， 才能避免走向单向度的、 互相对立、 互相排

斥、 互相摧毁的世界， 人类才有未来和光明前途。⑤ 因此，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过程中， 中国与非洲国家都表现出生命至上、 重视集体、 包容他人、 扶贫济困

的价值理念。 另一方面， 中国与非洲国家有相似的历史遭遇， 长期共同反对殖民

主义和霸权主义。 正如喀麦隆教授恩科罗·福埃 （Ｎｋｏｌｏ Ｆｏé） 所说， 此次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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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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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曾爱平：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合作： 以中非共建 “健康丝路” 为视角》，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第 ２９—３３ 页。
中国先后向有关非洲国家和国际、 地区组织提供总额约 ７. ５ 亿元人民币快速、 实用、 全
面抗疫援助， 先后使用 ９ 架次包机运输物资和人员， 向疫情国派出 １６ 批、 １２００ 多名临床
和公共卫生专家， 为疫区国家援建了实验室、 治疗中心， 还在当地培训医护人员 １. ３ 万
人次。 参见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第 ４１ 页。
李安山： 《释 “文明互鉴”》，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第 ４６ 页。
《非洲战略界给中非合作提了这些建议》， 参考消息网，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ｎｋａｏｘｉａｏｘｉ. ｃｏｍ ／ ｚｈｉｋｕ ／ ２０２２ ／ ０７２２ ／ ２４８６２３０. 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２ － ０７ － ２５］。
李新烽： 《郑和远航非洲与中非文明互鉴》， 第 １８１—１８２ 页。 李安山教授在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９
日由中国非洲研究院举办的 “中非文明对话大会” 上， 也系统分析了中非价值理念的共
通性及其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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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洲进一步 “非殖民化” 的契机， 有助于破除 “西方中心主义”。① 中非团结

抗疫特别峰会及时成功举行， 既是双方均重视集体主义传统观念的反映， 也是双

方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体现。
第三， 中非具有共同利益。 中非团结抗疫是基于人类共同利益， 正如中非联

合声明开宗明义指出的， 中非双方认识到公共卫生问题对全球和平安全及各国人

民福祉的重要性， 特别是非洲在新冠病毒肆虐面前极度脆弱， 需要各方团结支持

其增强应对能力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② 这表明疫情是对全人类的共同威胁，
中非及全世界团结抗疫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显然， 这与美国政府的立场截

然不同， 因其奉行 “美国中心主义” “美国优越论” “美国优先论”， 将合作抗

疫视为美国的负担， 不愿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 西方国家在应对疫情方面的错

误认知和行为， 不仅损害了全球抗疫大局， 而且反噬自身， 给本国带来了严重

疫情灾难， 例如美国疫情已造成超过一百万人死亡， 成为 ２１ 世纪文明时代的

惨痛教训。

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创新全球治理体系

行胜于言， 中非率先推进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合作， 彰显了团结力、 行动

力和引导力。 如前所述， 中非率先开展抗疫合作， 基于双方长期的友好交往和相

互信任， 而且秉承相同的价值观念， 把合作抗疫视为彼此及全人类共同利益。 中

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及其共同行动弥补了全球治理机制的不足， 凸显了中国的新

安全观和新发展观， 折射出中非友好合作的精神和理念， 对于推动 ２１ 世纪全球

治理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和示范引领作用。

（一） 创新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

世界卫生组织是最重要的全球性公共卫生治理机构。 然而， 正如有学者指

出， 该机构在涉及常规性健康卫生议题的治理能力较强， 但对突发性公共卫生危

机应对则相对不足， 其背后原因是该组织无法强制主权国家进行政策协调。③ 当

面临新冠肺炎疫情之类的突发性公共卫生灾难时， 便暴露出世界卫生组织协调力

不足的局限， 这就需要主权国家之间加强沟通、 协调与合作， 以弥补世界卫生组

·８·

①

②
③

［喀麦隆］ 恩科罗·福埃： 《中国抗疫经验证明人类可以创造历史》， 曾珠译， 《中国非洲
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第 ５—６ 页。
《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联合声明》，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 第 ２ 版。
赵洋： 《规范倡导与危机应对： 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效用》， 《国际论坛》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第 ７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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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治理机制的缺陷。 可以说， 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通过首脑外交和顶层设计，
承担了类似的功能，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非领导人出席峰会， 共话中非友谊， 共

议抗疫合作， 共商战疫方案， 为中非团结抗疫提供了政府层面的政策性引领和保

障， 从而解决了世界卫生组织应对全球突发性重大医疗卫生事件能力不足的问

题。 显然， 以特别峰会的方式探索特殊条件下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途径和机

制， 具有一定的示范性意义， 不仅提高了应对疫情的效率和效力， 降低抗击疫情

的时间和成本， 而且切实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健康， 尽快恢复经济社会发展， 其重

要价值和示范效应日益凸显。

（二） 彰显中国全球治理新理念

近年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重要思想性公共产品，
也是中国提出的破解全球治理危机方案和智慧的哲学思想根基和理念基础。 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观念体现了全人类共存共在和整体无外的存在论， 群体利益最大化

和相互敌对最小化的关系论， 一荣俱荣和一损俱损的价值论。① 可以说， 中非团

结抗疫特别峰会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真实的诠释、 最生动的写照和最有力

的注脚。 一是凸显全球治理的整体性、 共在性和包容性思想， 而非局部性、 碎片

性和排他性思想。 中非联合声明强调， 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重大挑

战， 影响着全球的和平安全和各国人民的福祉。 可见， 中非双方将新冠肺炎疫情

视为对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威胁， 而不仅仅是对某些国家或人群的威胁。 考

虑到中国疫情形势已整体稳定而非洲疫情形势快速恶化的大背景， 中非一致认为

应对疫情是全人类的共同任务， 需要团结起来抗击疫情， 就显得尤其重要。 二是

凸显全球治理实践的关系理性而非个人理性。 一些西方政客秉承个人理性优先的

原则， 执念于所谓 “美国优先”， 背离了科学防控的基本精神。 与此相反， 中国

倡导的关系理性是个人理性与关系理性的平衡， 前者强调消极的 “己所不欲， 勿

施于人”， 后者强调积极的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中国的全球治理

观将关系理性放在更优先的位置， 强调群体成员之间稳定可信的共在性。 因此，
中非联合声明强调全球合作对战胜疫情的重要性， 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
并坚决反对将疫情政治化和病毒标签化。

（三）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公平化和合理化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全球性问题愈加凸显， 从本质上要求在全球范围实施协

·９·

① 赵汀阳： 《以天下重新定义政治概念： 问题、 条件和方法》，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５ 年
第 ６ 期， 第 ４—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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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共治。 但是， 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主体更加多样化、 复杂化， 既有资本主义大

国， 又有社会主义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 还有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 全球治

理仍处在从西方主导的单边治理向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过渡阶段。① 美西方追求

霸权利益， 极力维护其在全球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 阻扰全球治理朝着公正合

理方向发展， 大搞单边主义、 极限制裁、 长臂管辖、 胁迫外交， 甚至不惜制造冲

突、 颠覆他国政权， 危害世界和平、 安全与发展。 与此相反， 中非共同坚持真正

的多边主义， 是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合作伙伴， 中非合作不仅在于抗衡西方

的霸权图谋， 而且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力量。 一方面， 中国和非洲同

属于发展中国家， 以中非合作带动南南合作， 以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关系， 从而推

动国际秩序多极化， 推动全球治理公平化、 合理化。 另一方面， 中非合作实践和

理念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合作树立了典范， 也为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

重要方案。② 因此， 中国高度重视非洲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团结抗

疫为契机， 中非双方致力于全球治理体系朝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中非联合声

明重申坚定支持多边主义， 反对单边主义，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这既是对一些西方国家持续剥削、 压榨和压迫发展中国家

的有力抗议， 又是对中非合作塑造和维护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庄重承

诺。 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拓展了中非双方在南南合作和全球治理合作中的公

共空间， 提升了全球治理中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增强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公平性

和正义性。

推进中非战略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中非关系成功实现了 “三级跳” 跨越式发展： 第一级是

中非新型伙伴关系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 第二级是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 年）， 第三级是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２０１５ 年至今）。③ 其中， 中非

·０１·

①

②
③

全球性问题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ｓｓｕｅ）， 是指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超越国家和区域界限， 关涉人类整
体生存和发展状况， 且需要共同应对的挑战和普遍性问题。 从产生的方式来看， 全球性
问题可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类型： 一类是自然界以及地质运动引发的自然环境变迁， 进
而给人类生存条件带来重大改变而且造成重大影响的普遍性问题； 另一类是人类社会变
迁进程中出现的重要问题。 全球性问题具有普遍性、 全局性、 持久性和危害性等特征。
参见王林聪： 《全球性问题对中东地区发展的影响》， 《当代世界》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第 ６２—６７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第 ３４—３５ 页。
吴传华、 贺杨、 卫白鸽： 《习近平新时代中非合作观： 时代背景、 思想内涵与实践价值》，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第 ７５—７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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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及其共同行动， 有力推动了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
使之迈向更高水平、 更高层次和更高质量。

（一） 特别峰会及其共同行动为中非合作注入新动力

一方面， 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引领中非医疗卫生合作进入新阶段。 一是合

作角色更加多元化。 除中国政府外， 中国军队也向刚果 （布）、 赤道几内亚、 突

尼斯、 埃及等非洲国家的军队援助疫苗。 此外， 中非企业、 民间组织和个人也积

极参与中非抗疫合作。① 二是合作方式更加多样化。 之前， 中非医疗卫生合作方

式主要是派遣医疗队、 建造医院、 支援医疗物资等。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中非

广泛开展云端领域的医疗交流与合作， 以及联合生产疫苗等。 三是合作成果十分

显著。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 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

召开，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主持会议并介绍了中非团结抗疫成果。 中方已向非洲

２７ 国提供 １. ８９ 亿剂新冠疫苗， 在非洲本土每年合作生产疫苗约 ４ 亿剂。 非洲疾

控中心总部大楼已结构封顶， 将于 ２０２３ 年初竣工。 中国几内亚友好医院升级项

目已完成， 南苏丹、 中非、 乍得、 马拉维等对口医院已完成立项。 中方新增派遣

医疗队员 ３３２ 人次， 在非洲近千名医疗队员提供门诊服务 ２５ 万人次， 开展手术 ３
万余台， 抢救危重症患者 ４５００ 余人次， 培训当地医务人员 ３６００ 人次。② 中非双

方保持定力， 精诚团结， 聚焦合作， 会议成果落实进度良好， 为非洲人民带来实

实在在的福祉。
另一方面， 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保障了中非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并拓展

了中非经贸合作潜力。 随着中非各自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双方发展阶段梯次衔接

的优势更加明显、 合作空间更加广阔， 中非经贸合作继续深化。③ 例如，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４０ 多个非洲国家的 ４００ 多家公司参加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赞比

亚的蓝莓、 坦桑尼亚的大豆首次出口到中国。 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非投资保持稳定，
直接投资约为 ３０ 亿美元。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刚果 （金）、 博茨瓦纳相继成为非洲第

４５ 个、 第 ４６ 个共建 “一带一路” 伙伴国。 需要指出的是， 特别峰会强调中非应

加强数字经济合作， 这一点正在逐步变为现实， 如南非移动运营商与中国华为公

·１１·

①

②

③

周倩、 苏韦铨： 《从非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看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世界性意义》， 《区
域与全球发展》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第 １０２—１０５ 页。
《弘扬中非友好 加强团结合作 打造中非共同发展的新时代———王毅国务委员在中非合作
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上的致辞》， 中国外交部网站，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ｊｂｚｈｄ ／ ２０２２０８ ／ ｔ２０２２０８１９＿１０７４５６１１. 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２ － ０８ －
２０］。
吴鹏： 《主动识变， 科学应变， 推动中非合作高质量发展》， 载张宏明主编、 安春英副主
编： 《非洲发展报告 Ｎｏ. ２３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 第 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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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合作在非洲推出第一个 ５Ｇ 商业网络， 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物流公司菜鸟网络开

通了首条中非跨境包裹专线， 长沙非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旗下电商平台 Ｋｉｌｉｍａｌｌ
积极服务非洲产品对华出口等。 总体来看， 由于双方共同努力， 新冠肺炎疫情并

未改变中非合作蓬勃发展的基本面。 正如中国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吴鹏指出： “随
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兴起以及中非各自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 双方

合作也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 呈现从政府主导向市场运作转型、 从商品贸易向

产能合作升级、 从工程承包向投资运营迈进的良好势头。”①

（二） 特别峰会及其共同行动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筑牢根基

新冠肺炎疫情对非洲国家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 全非洲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率从 ２０１９ 年的 ３. ３％跌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２. １％ ， 有超过 ４０ 个非洲国家为负增长，
其中南部非洲地区增长率为 － ７％ 。② 与此同时， 疫情充分暴露了当今人类社会

的极端脆弱性， 人们应当重新思考如何维护共同安全， 共同应对各种复杂而严峻

的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看， 全球共同应对世纪疫情，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其紧

迫性， 而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在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也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一是深化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 此次全球疫情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

象， 一些医学发达、 卫生系统完善的西方发达国家并未很好地预防和控制新冠肺

炎疫情传播， 结果导致大量患者死亡， 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冲击。 不仅如此， 西

方发达国家还扩大了全球 “疫苗鸿沟”。 一方面， 这些发达国家 （主要是以美国

为首的 “七国集团” 成员国） 有大量剩余疫苗， 甚至因过期而被销毁； 另一方

面， 发达国家迟迟不能兑现向非洲国家提供疫苗的承诺。 据统计，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美国仅交付承诺捐赠疫苗的 １ ／ ４， 而英国和德国分别交付承诺捐赠疫苗的

１５％和 １４％ 。 由此导致非洲国家疫苗严重不足， 承受着巨大的 “疫苗鸿沟” 问

题。 据非洲疾控中心数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非洲国家接种 １ 剂次疫苗

的人数为 １. ７５８ 亿人， 占非洲人口总数的 １３. １４％ ； 接种 ２ 剂次疫苗的人数为

１. １８８ 亿人， 占非洲人口总数的 ８. ８％ 。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 中国积极同非方

分享抗疫经验， 以及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做法， 支持非洲强化公

共卫生体系、 恢复经济发展的努力， 从不谋求任何地缘政治目标， 从不盘算获取

任何经济利益， 也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在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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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吴鹏： 《主动识变， 科学应变， 推动中非合作高质量发展》， 第 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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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向非洲国家提供用得起、 用得上的疫苗产品， 并在非洲国家联合生产疫苗，
提高非洲国家接种和使用疫苗的可及性， 助力非洲国家早日战胜疫情， 以实际行

动践行了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
二是助推中非发展共同体建设。 近年来， 非洲国家积极联合自强， 启动建设

非洲大陆自贸区， 全力推进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第一个十年规划， 发展潜力不

断释放， 发展前景看好。 中国致力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这也为非洲发展提供

更多机遇， 双方发展共同体建设成效显著。 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 ２０２１ 年中非

贸易总额达 ２５４３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３５. ３％ ； 其中非洲对华出口 １０５９ 亿美元， 同

比增长 ４３. ７％ 。①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 中国企业为非洲新增和升级铁路超过

１ 万公里、 公路近 １０ 万公里、 桥梁近千座、 港口近百个， 还有大量医院和学校，
累计创造就业岗位超过 ４５０ 万个。 非洲人民普遍称赞这是 “值得尊敬” 的成就。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南非伊奇科维茨家庭基金会委托开展的 《２０２２ 年非洲青年调查》
报告显示， ７７％的受访者认为， 中国是在非洲大陆最具影响力的非洲以外国家。
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支持、 物美价廉的商品、 为非洲产品提供出口机

会、 为当地人民创造就业等， 是非洲青年肯定中国对非洲积极影响的主要

原因。②

三是推进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习近平主席访问非洲时指出，
“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 共同的历史遭遇、 共同的发展任务、 共同的战略利

益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③ 在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 习近平

主席提出携手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包括责任共担、 合作共赢、 幸福

共享、 文化共兴、 安全共筑、 和谐共生六个方面。 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中非合作论坛

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 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提出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可以

说， “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 是对中非关系的历史性总结， 也是中非合作的

真实写照。 “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和 “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

体” 则是中非关系发展的方向， 是中非合作要实现的目标。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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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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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数据称中非贸易总额达 ２５４３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３５. ３％ 》， 中国商务部网站，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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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 － ２０］。
朱绍斌： 《中非合作成果丰硕》， 《光明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 第 ８ 版。
习近平： 《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第 ３０５ 页。
吴传华、 贺杨、 卫白鸽： 《习近平新时代中非合作观： 时代背景、 思想内涵与实践价值》，
第 ７４ 页。 关于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专门论述， 参见吴传华： 《中非命运共同体： 历史地位、
典范作用与世界意义》，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２—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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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国学者罗建波教授所言， “通过中非南南合作为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树立

典范， 通过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坚实基础、 积累实践

经验。 中非命运共同体从一开始就有着超越双边层面的全球性意义。”① 中非共

同经历了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 西方中心主义的迫害和压制， 在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时又共同抵制单边主义、 霸权主义、 霸凌主义的危害。 通过团结抗疫， 进一步

筑牢了中非友谊的根基， 强化了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意识， 进而构建高水平中非命

运共同体。

（三） 特别峰会及其共同行动为构建国际新秩序贡献中非力量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非洲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
中非人口总数 （２７ 亿人） 超过全球总人口的 １ ／ ３， 中国、 南非等国还是新兴经

济体代表。 因此， 没有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参与， 国际事务就不可能得到妥善处

理， 全球治理体系就不可能有生命力， 国际新秩序就无法真正确立， 世界稳定

和繁荣就难以持久。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全球治理问题日益紧

迫， 世界发展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在此背景下， 中非团结合作不仅增强

了世界发展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而且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方向和走向有举足轻重

的影响力。
首先， 非洲整体战略地位空前提升， 引发国际对非合作 “非洲热”。 一方

面， 非洲整体发展态势向好， 地区一体化进程加速， 从 “失望的大陆” 转变为

“希望的大陆” 和 “崛起的大陆”， 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持续上升； 另一方面，
世界各国对非洲的重视程度也是空前的， 大国对非关系正开始全面进入 “峰会时

代”， 纷纷调整对非政策， 出现了大国在非洲的竞争态势。②

其次， 中非力量已成为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支柱， 中非共同行动已经并正在产

生重要影响。 透过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可以看出， 中非合作逐渐形成不同于以

往的发展中世界的共同力量， 扭转了近代以来完全由西方塑造国际秩序的基本路

径。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在当前美国推动的大国竞争背景下， 崛起的非洲国家战

略自主性不断增强， “大多数非洲国家并不愿看到个别大国在非洲起绝对主导作

用， 更不愿意在世界大国和大国集团之间选边站”③。 中非双方以团结合作应对

各种严峻挑战， 揭示了发展中世界的属性， 显示了中非塑造国际秩序的共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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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罗建波： 《中国共产党非洲观的历史演进与理论特色》，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第５５ 页。
刘中伟： 《国际形势新变化与大国对非关系》， 载周弘、 李新烽主编： 《变化中的世界与
非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 第 ３ 页。
周弘、 李新烽主编： 《变化中的世界与非洲》， 序言第 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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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 成为推动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力量。
第三， 中非在紧密合作中不断提出新理念、 新方案， 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

彰显了中国与世界共享机遇的真诚意愿、 共同发展的务实行动、 共克时艰的勇毅

担当。 中国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 加强同非洲国家团结合作， 维护发

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强调并践行 “求同存异” “求同化异” “聚同化异”， 始终是

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非坚定反对一切

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 近来中国又提出一系列

全球治理以及国际秩序变革的主张，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

全倡议。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 习近平主席在第 ７６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

全球发展倡议， 强调坚持发展优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普惠包容， 坚持创

新驱动，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坚持行动导向。①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 习近平

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议， 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 人类

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② 这两大倡议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重要公共产品， 得

到非洲国家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从 “一带一路” 倡议， 到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

安全倡议， 构成了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巨大引擎， 也奠定了中非合作构建

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基石。 因此， 无论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还是维护多边主

义、 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都展现出中非担当和中非力量。

结　 语

综上所述， 中非团结抗疫以实际行动回答了 “中非关系为什么好” “中非友

谊为什么深？ 中非合作为什么持久” 的问题， 进一步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

谛。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会议第八届部长级开幕式上

指出， 中非关系为什么好？ 中非友谊为什么深？ 关键在于中非双方缔造了历久弥

坚的中非友好合作精神， 那就是 “真诚友好、 平等相待， 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
主持公道、 捍卫正义， 顺应时势、 开放包容”。 这是中非双方数十年来休戚与共、
并肩奋斗的真实写照， 是中非友好关系继往开来的力量源泉。③

人类文明史既是一部同疾病和灾难进行斗争的历史， 也是一部全球交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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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习近平： 《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
卷）， 外文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 第 ４６８—４６９ 页。
习近平：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宁》，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 第 ４５１ 页。
习近平： 《同舟共济， 继往开来， 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
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 第 ２
页。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作的进步史。 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的必由之路， 人类只有守望相助、 共克时

艰， 才能最终走出困境。 当前，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世界各地肆虐， 非洲国家抗

疫形势依然严峻。 据非洲疾控中心数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 日， 非洲国家累

计报告确诊病例 １２２５７９２３ 例， 累计康复 １１７０５３６４ 人， 康复率 ９５. ４９％ ； 累计

死亡 ２５６８８６ 例， 病死率 ２. １％ 。 全非洲已完成接种 ６. ２７４ 亿剂次疫苗 （统计截

至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其中已接种 １ 剂次疫苗的人群为 ３. １８４ 亿人， 已接种 ２
剂次疫苗的人群为 ２. ７６８ 亿人， ３２６０ 万人接种了加强针， 整个非洲大陆约有

１９. ７％的人口完成接种。 对此，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主任穆蒂认为， 预计到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非洲才能达到 ７０％ 的接种覆盖目标， 她呼吁加速疫苗接种工作

以拯救更多生命。
疫情考验是试金石， 历史见证了在全球疫情蔓延之际， 谁是真正的中流砥

柱， 为人类共同利益高度负责， 谁在关键时候坚定而又持续地向非洲国家和人

民、 向最需要援助的群体提供宝贵支持。 非洲谚语说： 独行快， 众行远。 中非团

结抗疫特别峰会展现了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所需的团结力、 领导力和行动力。 中非

以团结、 合作和行动为全球抗击疫情做出表率， 这有利于进一步助推全球治理朝

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从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成功举行， 到中非团结抗

疫共同行动， 不仅在中非关系史上书写了新篇章， 也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

非智慧和中非力量， 在人类发展和进步道路上留下闪光的一页。 疫情必将被战

胜， 彩虹总在风雨后。 后疫情时期， 中非关系必将迎来新的跃升， 中非命运共同

体必将更加熠熠生辉。

（责任编辑： 吴传华　 责任校对： 李若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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